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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羊年伊始，春风徐来，眼看
正月已经过了一半，老师，你是否还沉浸在新年的喜庆之中，你是否
还在回味大年三十晚上可口的年夜饭， 你是否还在和家人享受天伦
之乐？ 让我们一起来回味回味，那还未散去的年味儿……

新年里， 我想不带功利性地培
养一种兴趣爱好，书法、乐器，或者
摄影。 一味地赶路，总会错过风景。
滋养出的一种兴趣爱好， 让人能沉
寂下来，留心观察生活中的美，给自
己留有“想”的时间和空间。
（湖北省黄梅县第三小学 蔡庆玉）

新年到了， 我要努力做个好女
儿———每隔半个月， 都要放下手边
的活儿，带上给爸爸的烟，拎上给妈
妈买的牛奶，背起自己的行囊，回老
家看父母。 走到那个小山村，到菜园
里挖两个萝卜，找两棵青蒜，为父母
做一顿热腾腾的饭菜。 饭后，洗洗筷
子、刷刷碗，和父母聊几句家常……

（江苏省南京市致远外国语小
学 徐玉娟）

人生，需要不停地出发，不停地
前进，不停地到达，而阅读则是一路
的伴侣，无论性别，无论年纪 ，无论
信仰。 阅读，能让心灵深处一树一树
花开。 新年里，我将继续在阅读中，
温暖向前，渐行渐远……

（浙江省温州市育英国际实验
学校 秦益辉）

我幸运地拥有一个大梦田 （我
的班级），里面种着各种各样花的种
子，紫丁香 、红辣椒 、小睡莲……新
年里， 我盼着你们沐浴最灿烂的阳
光，吮吸最甘甜的雨露，结出最饱满
的果实！新年里，“紫丁香”会欢快地
一个人走进教室， 被老师牵起的小
手再也不是汗津津的；“红辣椒 ”被
一群小伙伴团团围住，不是打架，而

是亲热地游戏；“小睡莲”醒了，认识
的字儿越来越多， 书读得越来越顺
畅，字写得越来越工整，就连笑容也
越来越甜了……

（江苏省丹阳市新区实验小学
张燕芳）

新年里，我想带一个班，我的班
级我做主。 作为一名数学教师，我要
“越界”去推广语文阅读 ，把孩子们
的注意力从电脑、手机上拉回来。 我
还要种上一个小菜园， 每周劳动课
上和学生们一起松土、播种，一起关
注蔬菜发芽、长叶、开花。 双休日或
放假的时候， 我要带着孩子们去参
观博物馆，去消防队，去电影院……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江西省广丰县商城小学 施乐旺）

乡间过年有许多习俗， 比如农历
腊月二十三晚上要祭灶， 大年三十早
晨要敬祖先，大年初一早晨要拜天地。
不过，最让我难忘的是，家家户户年关
的必修课———做糍粑。

做糍粑的时间一般选择在除夕。
乡里人少有冰箱、 冰柜等现代生活用
品，离过年的日子近些，糍粑就无须保
存那么长时间。糍粑的制作非常简单，
先用糯米在冷水里浸泡一两个小时，
让米粒稍稍浸发，然后，把它放在“煎
子”（一种专门用来蒸饭的木桶） 里蒸
熟。饭熟之后，倒进一个上大下小的圆
形的石臼里， 再用两根特殊的木棒把
糯米饭舂成糊状。舂饭是力气活，一般
由身强力壮的男子来担此“重任”。

而此时， 主妇们一溜儿赶到市场
买回猪肉、香芹、蒜苗、荸荠、黑木耳等
食材，一一堆放在厨房里，好像也堆放
着全家的欢乐。孩子们跑进跑出，盼望
和高兴劲儿都在脸上憋着。 做主妇的
将买回的东西洗净、切碎，兑上香料和
盐，加足食油，炒熟，就做成了糍粑的
馅。接下来腾出一张桌子，将男人们舂
好的糯米糊端上， 兑进适量的水揉搓
起来。 一会儿，在亮光光的菜刀下，咔
嚓、 咔嚓……一刀刀切出了一个个希
望，擀成巴掌大的一块块皮儿，然后将
馅和喜悦包进去，蒸熟就可以吃了。

新鲜的糍粑蒸出来了， 孩子们手
里拿着，嘴里塞着，眼里的笑和嘴角的
糍粑油几乎同时溢了出来， 于是屁颠
屁颠跑到街上瞎乐。 也有晚一些才蒸
出糍粑的，大人小孩抢着尝新，个个满
嘴油光……糍粑是自家的香， 这时会
有哪家婶子拉长嗓门喊：“我家的糍粑
好吃咧，快来尝新啊！ ”熟络的便进去
拿了塞进口，想赞句什么，但刚出笼的
糍粑有些烫，话未出嘴，那个“好”字就
被烫得黏在喉咙里了……

乡间的年关， 糍粑主要是用来送
人情的。 送糍粑从大年初一家族成员
互相拜年就开始了，从初二开始，亲戚
朋友互相走动， 送糍粑更是达到了高
潮， 我家客人最多的一天常常需要送
出五六十个糍粑。 这实际上也是缘于
乡里人的一种理念： 新年出外不能空
着手回来。给别人送点什么好呢？金钱
太俗， 洋礼品太贵， 只有糍粑恰到好
处，既体面又省钱，还透着那么一股厚
厚的人情味和热情劲。

于我而言， 糍粑就是故乡的年味
儿，那雪白而又充满情感黏性的糍粑，
一辈子也吃不够。

（作者单位系广西钟山县民族中学）

在爷爷那个年代， 村子里少有
几个读过私塾的学问人， 而能把毛
笔字写得不错的就更少了。那时候，
集市上很少有卖春联的， 庄户人日
子紧巴，也不舍得花钱去买，还是买
几张大红纸自己写合算。 不怎么讲
究的，让上学的孩子写写就是，讲究
的人家就找村子上毛笔字写得好的
人来写。于是，爷爷一到年根就成了
义务写春联的大忙人，年复一年，爷
爷乐此不疲。 一捆捆的大红纸排成
长长的一队，写完东家写西邻。放了
寒假的我， 自然成了爷爷身边的书
童：研墨、展春联、晾春联、送春联，
遇到不识字的人家， 还要去帮忙贴
春联，以防他们闹出笑话。

后来，每到周日或节假日，爷爷
就教我练写毛笔字， 我逐渐写得有

模有样了。 再写春联时， 爷爷写大
字，我写小字，再后来 ，我也能独当
一面了。

时光荏苒，爷爷一年年老去，写
春联已经很吃力，我也参加工作，结
婚生子。 但每年回家过年，我们爷俩
儿还是忙活写春联的事。 如今，市场
上各种电脑打印出来的春联琳琅满
目，光鲜又规整，邻居也很少再让我
们帮忙写春联， 唯有我们家的春联
还是坚持自己写。 有时我也想图个
清闲，直接去市场上买，可爷爷不答
应：“靠电脑打印，那算什么本事？ 写
春联写春联，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
不就是为了过年图个热闹嘛！ ”

想想也是 。 爷爷裁红纸 ，我来
写，儿子给我当书童，四世同堂 ，其
乐融融。 每当春联贴上门脸 ，爷爷

就乐呵呵背着手转来转去 ，夸我这
个字写得挺好 ，说我那个字有点小
缺憾。

中午阳光暖暖的时候， 爷爷就
拿一马扎坐在大门口欣赏。 邻居们
问一句：“大爷，晒太阳呢？ ”“嘿嘿，
在这看春联呢。 ” 爷爷忙不迭地应
着。 有时人家夸一句：“好字啊！ ”爷
爷就喜不自禁地告诉他们：“我孙子
写的呢！ ”胡子乐得一翘一翘的。

今后， 我家还会一直保持着写
春联的传统， 而且我已经开始培养
儿子这个接班人了。 每每看见庭院
里贴满喜气盈盈的大红春联， 总是
想起爷爷坐在大门口喜滋滋地看着
我的那一幕，心中一阵窃喜。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沂水县职业
学校）

国外新年的奇葩习俗
国外都是怎么庆祝新年的？ 来看看他

们奇葩的新年习俗吧。

吃葡萄

新年的午夜钟声每敲一下，西班牙人和
墨西哥人便吃一粒葡萄，每吃一粒许下一个
心愿，祈祷新的一年每个月都吉祥如意。

跳 河

意大利罗马特有的辞旧迎新风俗是跳
河迎新年，距今已有 60 多年的历史。 接近
零摄氏度的室外温度加上阵阵寒风， 让人
们对光着膀子跳进冰冷河水中的壮举深感
佩服。 能连续多年参加新年跳河活动的人
还会被授予“OK 先生”称号。

摔盘子

丹麦人会把特意准备好的旧瓷器摔
碎庆祝新年。 盘子摔得越多，意味着新年
越幸运。

向窗外扔东西

有些地方的人们在新年前夜把锅碗
瓢盆甚至大件家具扔出窗外，这标志着辞
旧迎新 ，抛下过去的伤痛，迎接美好的未
来。 比如在约翰内斯堡闹市区希尔布劳，
那里的居民新年时会从阳台向下扔大型
家电（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烧纸像

如果一切讨厌的东西都可以烧掉，那
谁还需要鞭炮？ 在拉丁美洲和地中海国家，
烧纸像是一个流行的新年习俗。 这些纸像
代表着前一年所有的苦痛和不幸。

穿亮色内衣

拉丁美洲另一个新年奇俗是穿红色或
黄色的内衣：据说穿红色内衣可以在新的一
年遇到真爱，黄色内衣则可以招财进宝。 那
么橙色的内衣是否可以爱情财运双丰收？

古代“年终奖”怎么发
年终奖在我国很早就有。 在古代，高

级官员的年终奖由朝廷发放， 小官和小
吏的年终奖则需要他们自己想办法创
收。 古人们是怎么发年终奖的呢？

东汉 一到腊月， 皇帝就开始给文
武百官发年终奖，名曰“腊赐”。 《汉官仪》
中记载“腊赐”一项为：大将军、三公各钱
20 万（相当于黄金 20 斤）。 据说当时三公
和大将军的月薪只有 17500 钱， 领这一
回年终奖，相当于一年的工资了。

宋朝 官员的俸禄包括正俸 （钱）、
禄粟（米）、职钱、公用钱、职田、给卷（差
旅费）、 薪炭等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名
目，工资很高，但年终奖却很少。 每年冬
至，皇帝给高级官员们发的只有 5 只羊、
5 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而已。那点年
终奖跟他们的年薪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明朝 地方官员为获取信息和得到
京官的照应，每当冬日降临，往往以为京
官购置取暖木炭为名， 向六部司官孝敬
钱财，此谓“炭敬”，实际上就是春节过节
费，送的钱数也多少不一。

清朝 皇帝年底多用荷包赏赐大
臣。据《啸亭续录》载，乾嘉时期,皇帝赐给
蒙古亲王的那对大荷包里， 有各色玉石
八宝一份、金银八宝八份以及金银钱、金
银探各四枚，年终奖颇为丰厚。

四世同堂写春联
□魏晓彦

羊年说“羊”
□董寅生

年关近，糍粑香
□钟竹意

羊年回味

链 接

羊年已至，不妨来说说“羊”。
羊在十二属相里应该算是形象

偏美的一种， 它不像龙虎那样凌厉
威猛，也不像牛马一样高大壮实，不
似鼠兔机敏好动， 也不像猪一般邋
遢，蛇一般阴冷。 羊比较干净、可亲、
文静，所以绘画中，卡通片里 ，羊总
是以温顺的形象呈现在大家面前。

六畜之中，羊的感情最为丰富，
《增广贤文》 云：“羊有跪乳之恩，鸦
有反哺之义”，既然羊都懂得感念父
母养育深恩， 万物之灵的人自然更
应孝敬双亲。

羊与人之间 ，在生理相似度上
甚高，外科医生缝合人体内部伤口
时用的是羊肠线 ，人类孕育胎儿的
胞衣称为“羊膜”，“羊膜”中包裹胎
儿的液体称为“羊水 ”，动物学家把
“羊膜动物 ” 作为高级动物的划分
标准。 古人依靠自己的观感 ，每每
将羊作为普通民众的象征 ，我国古
代的地方官称为牧民之官 ，基督教
的宣传画多将救世主画成牧羊人
的形象。

羊肉是公认的美食。 古人看来，
六畜之中，羊肉最好吃。 据《左传》记
载 ，公元前 607 年 ，郑宋交兵 ，宋将
华元杀羊犒军，忘了分给羊斟，开战
后，羊斟对华元说：昨个儿吃羊肉 ，
您说了算，今天驭战车 ，我说了算 。
他便故意将华元乘坐的战车赶入郑
军大阵，宋军失去主将，顿时溃不成
军。 羊斟冲冠一怒为羊肉，演绎了一
场“羊斟以私败国 ”的历史闹剧 ，却
也从侧面证明了羊肉的美味。

北宋苏东坡在朝为官， 主要吃
羊肉，后来谪降黄州 ，吃不起羊肉 ，
只得改吃猪肉，他在诗中讲“黄州好
猪肉，价贱如粪土。 富者不肯吃，贫
者不解煮”，黄州的猪肉贱到如粪土
的程度， 可见当时上流社会的饮食
风尚的确是重羊轻猪的。

羊 ，象征着美好 、吉祥 。 “鲜 ”、
“美 ”、“善 ” 等美好的字眼中都有
“羊 ”字 ，愿每个人在新年里 ，都能
“尽善尽美”。

（作者系河北省邯郸学院文史
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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